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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育人的师者
——首届“中国化学会化学基础教育奖”获得者蒋学勤

广东省惠州市惠阳一中实验学校蒋学勤老师，中国化学会首届化学基础教育奖获得者，1982年投身于

基础教育工作，1997年被评为中学化学高级教师，是一位学生崇拜并引以为豪的用智慧育人的好老师。

蒋学勤老师是中国化学会会员、惠州市惠阳区区管拔尖人才、惠州市

化学教学研究学会理事、全国高考化学命题专家、广东省基础教育学

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、广东省高中教学水平评估专家、全国中小学

教材审查专家、惠州市惠阳区首批名教师、惠州市首届首席教师、惠州

市首届优秀教师、广东省中学化学教研积极分子、国家级课题科研优

秀教师、惠州市优秀教研工作者、全国高中化学竞赛学生培训突出贡

献教师、全国高中学生化学素质和实验能力竞赛园丁奖获得者、全国

普通高考化学科质量优秀评卷员、湖南省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化学

学科专家、广东省中学化学学科带头人。2005年、2006年连续参加全

国高考化学学科命题工作，是命题组的骨干。

蒋学勤老师能较好地运用扎实的知识功底和过硬的教学能力进

行高效教学，课堂富有创造性，融合现代教育教学理论，不断地更新、

完善、发展，能有效地培养学生思考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蒋老师所带班级常常是学校的先进班，所教学生的化学成绩优异，多名学生是地市高考状元。蒋老师多次被

评为市县优秀班主任、十佳班主任、优秀教师、先进教育工作者。

蒋学勤老师担任学校教研处主任，开拓创新，积极投身课程改革研究，为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引进

了许多新的理念，创立了“三案六步”高效课堂教学模式，使学校的教学质量明显提升。2005年至2014年，

30多次在省级教研会或教师培训班上作专题报告和专家讲座。2003年至2014年，指导教师参加省级化学

教学科研活动，成果突m，有10人次获省一等奖，引领一大批青年教师快速成长、脱颖而出，成为了各级教学

能手和教坛新秀。2006年参加了广东省《普通高中新课程化学教学与评价指导》的编写工作；在各级报刊杂

志上发表文章4篇，《资深教师点评高考试卷))2008年在《南方日报》《羊城晚报》《广州日报》上发表；1996年

编写《化学计算技巧与题型》，任副主编；《“钠”说课))2000年获全国中学化学教研论文大奖赛一等奖；参与广

东省“创新教学与创造力培养研究与实验”国家级课题研究，被评为课题科研“优秀教师”，课题论文《创新教

学与创造力培养研究与实验开题报告》、《高中化学课程学习发展性评价的研究与实践》获中国教育学会教育

实验研究会2003年度优秀成果一、二等奖，多项课题成果获省一等奖；承担广东省中小学教学研究“十一五”

规划省级课题“新课程背景下校内课程资源开发优化与有效利用研究”和“十二五”规划课题“7三案六步’高效

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推广”的研究，是课题研究的主持人，课题成果获惠州市第七届教育科研成果评选一

等奖；参加各种教学比赛多次获省市一等奖。

蒋学勤老师辅导学生参加全国高中学生化学竞赛成绩喜人，2人获广东赛区一等奖，多人获广东赛区二

等奖、三等奖，2010年辅导学生参加第24届全国高中学生化学竞赛复赛获广东赛区全国一等奖；辅导学生

参加全国高中学生化学素质和实验能力竞赛，5人获广东赛区全国一等奖，6人获全国二等奖，11人获全国

三等奖，多人获省级奖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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